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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反邪教聚焦

关注 AttentionAttention

本报讯 日前，借助2018年榆林

市、榆阳区全国科普日“创新引领时

代 智慧点亮生活”主场活动，榆林市

防范处理邪教办、榆阳区防范处理邪

教办以及市、区反邪教协会在世纪广

场开展反邪教警示宣传。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反邪教志愿

者向广大群众发放了反邪教警示教

育读本、宣传彩页、三折纸等反邪教

宣传资料和脸盆、毛巾、购物袋等反

邪教宣传品，向广大群众宣传反邪教

法律法规和防邪教反邪教知识。

活动现场，悬挂反邪教宣传横幅

1条，陈列反邪教宣传展板15块，通

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揭露邪教本质和

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远离邪教；通过

填写“和谐家庭”抵制邪教承诺卡等

方式，倡导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

家庭生活理念，提醒广大群众遇到邪

教不听不信不传扬，如果家人和亲戚

受到邪教滋扰，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此次借助科普平台开展反邪教

警示宣传，将“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的意识融入群众生活，为广大群众创

建美好家园、享受幸福生活提供了一

份有力保障。

本报讯 日前，榆林市防范处理

邪教办借力“榆阳区沙河路街道办事

处辖区党组织党员志愿者联合进社

区共建活动”，在榆康社区小广场开

展了主题为“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

制邪教”的反邪教宣传。

活动现场，榆林市防范处理邪教

办工作人员和辖区党员志愿者一起

为广大社区群众讲解了宗教与邪教

的区别和反邪教相关法律法规，发放

了反邪教警示教育读本、宣传册、宣

传单等资料和反邪教宣传毛巾、脸

盆、刷牙杯、购物袋等宣传品，反邪教

知识融入群众生活，受到了广大群众

的欢迎。

活动中，社区文艺爱好者还利用

“激情广场大家唱”演出平台进行秧

歌表演，用秧歌唱词宣传反邪教知

识，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通过宣传，榆林市进一步提高了

社区广大群众防御和抵制邪教的能

力，推动反邪教知识走进社区、走

进家家户户。群众普遍认为这样的

活动办得好，大家纷纷表示要为营造

文明社区、和谐家园奉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本报讯 10月 12日，榆林市榆

阳区防范处理邪教办和榆林市第一

中学共同在第一中学分校举办了反

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家

庭”主题班会。榆阳区鼓楼街道办事

处、鼓楼派出所相关人员及该校部分

师生、家长代表共计300余人参与了

班会相关活动。

主题班会充分利用反邪教知识

讲座、反邪教知识竞猜问答、反邪教

快板表演、反邪教视频短片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形式，揭露了邪教的邪恶本

质和骗人手法，向广大师生和家长宣

传了反邪教相关法律知识和避免邪

教侵害的预防措施等，并提醒大家发

现邪教非法活动要第一时间向公安

机关举报。

反邪教主题班会的开展，对增强

广大师生和家长的防邪教反邪教意

识和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形成了“校园+家庭”反邪教模式，筑

起了一道防邪教反邪教“安全墙”，

为全区创建无邪教校园营造了浓厚

氛围。

本报讯 10月9日，榆林市吴堡

县防范处理邪教办和吴堡县公安局

国保大队组织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吴

堡县第三完全小学，在该校开展了以

“校园拒绝邪教 保持一方净土”为主

题的反邪教警示宣传活动。

“看动画片很容易懂，今天我学

到了不少反邪教知识呢！”一位小学生

观看了反邪教动画短片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了让广大小学生更好

地了解反邪教知识，远离邪教侵害，

相关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教室内的多

媒体设备，为孩子们播放反邪教动

画、歌曲，并通过现场讲解邪教危害

等方式，将“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的

理念传递给广大小学生，为他们的健

康平安提供了一份保障。

活动中，同学们还进行了交流发

言，讲述自己对邪教的认识和自己了

解的周边群众受邪教危害的事例，积

极互动、踊跃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

的教育效果。

本报讯 近日，榆林市清涧县防

范处理邪教办借助清涧县司法局主办

的普法宣传活动，在清涧县石盘庙墕

集市开展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

活动中，清涧县防范处理邪教

办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地为广大群众

讲解邪教的危害和防范邪教的相关

知识，让群众进一步明白了邪教蛊惑

人心、愚弄百姓、反人类反社会的邪

恶本质，增强了群众抵御邪教的意识

和能力。工作人员还提醒广大群众，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要谨防邪教组

织利用手机短信、微信、QQ等宣扬

邪教邪说，避免上当受骗，免受邪教

侵害。

本次活动还向广大群众发放了宣

传彩页、反邪教历书、反邪教宣传教育

专题DVD碟、手提袋、围裙等宣传资

料和宣传品。

通过多种方式的反邪教宣传，清

涧县在基层群众中营造了浓厚的防邪

教反邪教氛围，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达到了预期目的，对筑牢基层防邪

教堡垒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 近日，榆林市府谷县防

范处理邪教办和府谷县清水镇综治

办、司法所等共同在清水镇开展了反

邪教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崇尚科学 反对邪

教”为主题，工作人员通过设置悬挂

标语、散发反邪教宣传资料、发放反

邪教宣传品、设立咨询台等形式，科

学而详实地揭露了邪教的本质特征，

剖析了邪教危害群众的真实案例，讲

述了邪教给社会、家庭带来的种种危

害，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相信科学、

珍爱生命、远离邪教，坚持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

此次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进一

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对邪教危害性的

认识，增强了群众反邪教的责任意

识，为铲除滋生邪教的土壤营造了良

好的舆论氛围，为确保全镇社会秩序

的持续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李建飞采写）

榆林借助全国科普日活动开展反邪教宣传

榆林反邪教宣传进社区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榆阳区反邪教警示教育主题班会丰富多彩

吴堡县反邪教动画走进课堂吸引小学生

清涧县借助普法宣传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

府谷县开展“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主题宣传

全国又有 85 个县脱贫摘帽

福建宁德：唱好“山海经” 打好“脱贫牌”

这是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批。

至此，中西部20个省区市2017年申请退出的125个贫困县全部摘掉贫困帽

□ 文 静 侯雪静

国务院扶贫办10月17日宣布，

陕西延长县等85个贫困县（市、区）

达到脱贫标准、摘掉了贫困帽。这是

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

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也是数量最多

的一批。至此，我国中西部20个省

区市2017年申请退出的125个贫困

县，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这些贫困县是如何实现脱贫摘

帽的？脱贫县退出有何新特点？未

来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是什么？

评估：尊重实际，组织
第三方机构专项检查

2017年，中西部20个省份原计

划161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今年4月

正式申请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减少到

125个。6月~8月，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125

个贫困县退出情况分两批开展专项

评估检查。

结果显示，36个中部地区贫困县

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2％，89个

西部地区贫困县全部低于3％，均达

到脱贫摘帽条件。经扶贫领导小组

同意，第一批11个省区市的40个县

于8月初由相关省区市宣布脱贫摘

帽，第二批9个省区的85个县也于

9月底前相继宣布摘帽。

“这125个县能够脱贫摘帽，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科学指引的结果，也是各

级党委政府尽职履责、社会各界真帮

实扶、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

斗的结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

夏更生说。

特点：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步伐明显加快

从区域分布看，实现贫困县脱贫

摘帽的省份由2016年的9个增加到

2017年的20个，西部12个省份都有

贫困县退出。

从摘帽数量看，2017 年共 125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是 2016 年的

4.5 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步伐

明显加快。

从退出质量看，县域整体面貌发

生明显变化。贫困村水、电、路、网等

突出短板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幅处于本省上游；脱贫人口错退率

和贫困人口漏评率均较2016年显著

下降。

从群众认可度看，无论是进村入

户调查，还是访谈县乡村干部、县乡

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对脱贫摘帽

都给予高度认可，群众认可度全部超

过90％；同时，这125个县贫困规模

较小，贫困程度不深，基础条件相对

较好，也是脱贫摘帽的重要因素。

计划：年底全国将有半数
贫困县摘帽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

2018年起，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

查由各省统一组织，并对退出贫困县

的质量负责。这是贫困退出机制的

重大变革。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将有一

半的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这是脱贫

攻坚的重大成果。”夏更生说，根据各

省减贫滚动规划，2018年计划退出

约270个县、2019年计划退出约330

个县、2020年计划退出约70个县。

“这只是计划，具体工作中必须

进度服从质量。”夏更生强调，按照目

前的计划和节奏，只要坚持现行扶贫

标准、压实责任、加大力度、精准施

策，到2020年能够如期完成贫困县

脱贫摘帽任务。

国务院扶贫办将指导各地结合

实际，调整脱贫规划和年度计划，总

结两年评估检查经验，压实省级考核

评估责任，同时对各省评估检查的贫

困县按照20％比例进行抽查评估，确

保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不降低、要求

不放松，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重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和贫困老年人、重病人等

贫困县脱贫摘帽只是阶段性胜

利，仅初步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这些县大多还有未脱贫人口；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分别

超过40％、14％；“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有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甚至

还是“一步跨千年”。

2017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

实施意见》。根据意见要求，中西部

22个省份和辽宁、山东等24个省区

市确定深度贫困县334个、深度贫困

乡镇1800多个、深度贫困村3万个，

并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

项方案。

一年来，各部门积极作为，25个

部门共出台了26个支持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2018年，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新增资

金120亿元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占增量资金的60％。

下一步，国家将聚焦“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聚焦贫困老年人、

重病人、残疾人，加强夯实基层党组

织，增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动员

全社会合力攻坚，强化考核评估，倒

逼深度贫困地区工作落实。

近5年来，宁德市15.5万贫困人口脱贫，24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摘帽”，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3万余元。2017年底，全市贫困发生率降到0.028％

□ 董建国

福建宁德，过去因贫困落后，被

称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

带”。数十年来，宁德始终抓住扶贫

不放松，以“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

精神久久为功，书写了脱贫致富生动

样本。

告别“海漂”走出大山

宁德福安市下岐村是闽东面积

最大的“连家船民”集中安置点。如

今，3000多名曾经长年“海上漂”的

“连家船民”，实现岸上安居乐业。住

上了面海而建的楼房的船民们，撬牡

蛎、送渔货，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船民江成坤回忆说，当年的“连

家船”宽不足两米，一家人挤在一起，

睡觉时连翻个身都难，船上还要养鸡

养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德市

在福建率先将长期散居偏远山村或

偏僻海岛的村民整体搬迁到生产生

活条件较好的地方，“连家船民”上

岸成为这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政府

先后投入资金700多万元，对下岐村

船民实行“分期分批、全面搬迁”。如

今，船民全部上岸。“各级部门年年帮

扶，送鱼苗、送技术、送资金。现在，我

们村人均年收入两万元。”江成坤说。

身居大山的村民也陆续下山。

霞浦县三沙镇东山村是个畲族村，世

居山上，许多人住在没水、没电、没

路、没窗的茅草屋中，十分艰苦。从

1997年开始，在当地政府持续帮扶

下，大山上的村民陆续下山。

“挪了穷窝天地宽。”东山村党支

部书记钟祖钦说，如今的东山村主村

人口达到1500多人，依托农业合作

社，引导村民大力推广紫菜养殖新品

种、新技术和紫菜加工业。目前，全

村养殖紫菜2000多亩，年加工紫菜

1000多吨，产值约5000万元。

用好资源 开辟财源

闽东脱贫、增收靠什么？宁德市

历届党委、政府厘清发展思路：靠山

吃山，靠海吃海。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市民驾车

来到寿宁县清源乡阳尾村的高山生

态农业园，现场采摘刚成熟的猕猴

桃，一斤可卖到20元。

“果园是复合型经营，一地多用，

一年多熟。”寿宁县天池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技术顾问张恒茂指着猕猴桃

园说，树下土地可以种三季，第一季

种马铃薯，第二季种西瓜和花生，第

三季种蔬菜，大大增加了土地产出。

在宁德，几大特色农渔产业成为

农民脱贫致富的“加速器”。行走在

当地，处处可闻清新茶香。目前，宁

德市茶园有100多万亩，种植面积

在全国名列前茅，红、绿、白各种茶类

兼有。

闽东海产丰富，大黄鱼、海带、

紫菜等水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为

当地群众带来了滚滚财源。新华社

记者在霞浦县盐田乡水升村看到大

片滩涂，滩涂上插满用于养殖紫菜的

竹竿。

水升村全村近千人是曾经漂泊

的“连家船民”，近年来，村民靠滩涂

资源养殖大螃蟹、海蛎、海带等水产

品，年产值达千万元以上，年人均收

入超过万元，如今全村大半的人都住

进了小楼房。

党建引领 成效彰显

“摆脱贫困，一个都不能少。”多

年来，宁德以党建引领脱贫，增强广

大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

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一排

排白墙黑瓦的新房煞是显眼，道旁公

园绿意盎然，村民悠闲地散步、打太

极拳。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

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被称为“无项

目、无资金、无资源”的“三无村”。

1994年，在外经商的能人、党员

王周齐回到村里当“班长”。王周齐

带领群众创办经济实体，20多年过

去，柏洋村收入达550万元，人均年

收入超过2万元。

寿宁下党乡、霞浦东山村、福鼎

赤溪村等曾经的“赤贫村”，如今变化

可谓天翻地覆。近年来，为了加强脱

贫第一线核心力量，宁德市从经济能

人、返乡大学生中推选8000余名村

“两委”班子成员，选派了众多机关党

员干部，或驻村任第一书记，或驻村

蹲点，或包户扶贫，真正实现每个贫

困村、贫困户“有人挂”“有人帮”。

近年来，宁德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还紧盯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成立扶

贫领域专项巡察组，在巡察中紧盯扶

贫救助、低保五保和惠农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等问题，与基层群众“无缝

对接”，做到线索处置“零积压”。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宁德市

15.5万贫困人口脱贫，244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摘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3万余元。2017年底，全市

贫困发生率降到0.028％。

云南砚山：果蔬产业扶贫项目促农增收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稼依镇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等18个经营主体，

以辣椒、蔬菜、经济林果种植等5个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农民脱贫增收。图为砚山县稼依镇小稼依村农民在蔬菜

种植基地收菜。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